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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华》：您为什么选择北京化工大学而不

是留在清华？

谭天伟：一个人可能在适合自己发挥环境下更容

易做出成果，我自己喜欢接受挑战，所以愿意出

来闯。清华的人才太多，而且清华科研环境好，

容易拿到项目，如果我在清华的话，可能不用自

己去竞争努力拿项目。而我在北化，有一个自己

的团队，这样更适合我自己发挥吧。

《水木清华》：名师、副校长、院士，您如何分

配这些角色？哪个最重要？ 

谭天伟：我觉得在高校里工作，不管你的科研做

得如何出色，你首先是一个教师，首要的任务是

培养人，所以我一直坚持在教学一线授课。清华

的很多校友都曾在各种场合提到，他们在当年的

成长过程中，曾受到很多名师的指点，这一点对

他们的成长非常重要。名师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

他们教给我们多少知识，而是他们对于学生的启

发，尤其是在他们人生重要转折点上的点拨。所

以我觉得作为高校老师，越是成功的越应该在教

学一线，尤其重要的是应该给本科生讲课，因为

这个阶段是人生观、价值观包括思维模式逐渐形

成并定型的阶段，所以从这点而言好老师一定要

在教学一线。

我开始担任校领导比较晚，是2007年底才开

始做，现在从时间上而言在行政楼的时间要多一

些。但我认为自己更愿意在一线做工作，所以我

的教学和科研做得都不错。没有特殊事情，晚上

和周末我都会在实验室。

至于院士，我想这不过是对我之前科研工

作的一种肯定，院士不是、也不应该成为我努

力做好科研及教学的终点。

《水木清华》：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教育现状，包

括中学教育？

谭天伟：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教育，从小学、中

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最大的问题就是创

新性教育不够，所有的考试都有标准答案，并

且这个答案是唯一的。我是学化学的，做我女

儿中学的考卷居然会不及格，因为我的答案不

是标准答案。

其实我们人生的选择不是唯一的，科研的

选择更不是唯一的。比如我自己的工作都不是

沿着传统路线做的，如果按照传统路线，我就

竞争不过外国同行。我在上课的时候总是喜欢

让学生提问，一个问题我会想五六个答案，我

会鼓励学生，如果能想出来三四个我就给90

分。但遗憾的是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鼓励

这样的方式，现在的教育方式导致我们的学生

总是用刻板的思路去想问题而没有创新。

《水木清华》：您如何看待、发挥团队的力量？

据说您的团队有一百多个研究生，具体如何运

行？

谭天伟：我觉得对于工科来讲，团队的概念很

——对话谭天伟

“最重要的是对自己有清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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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我的课题组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正是因

为我们是团队作战的结果，我的团队中有十个老

师，研究生已经超过一百人，所以当我想做一件

事的时候，只要我认准了，我的课题组可以立刻

投入20人。

因为我们研究的项目是流程工艺，单元流程

很多，想要一个人从头贯穿到尾是不可能的，所

以我们是分段来做，每个人做一段，最后集成。

我总是和我的学生讲，清华的学生一个就相当于

我们三个，但是因为我们有足够多的人，所以这

个进度和工作量就上来了。

从管理角度而言，我们是分成若干个小组，

小组实行层级管理，每周三我都会来听学生汇报

各项目的进展。

《水木清华》：您有这么多好项目，为什么不出去

创业？

谭天伟：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

的定位，每个人适合于干什么，他自己应该最清

楚。虽然我的成果在不断地转化，帮助建成投产

的企业有十几个，但我从没有想过自己去开公

司。我很清楚我的强项不在于去管理公司，我了

解做企业不容易，其中需要公司管理者所做的一

些事情不是我喜欢也不是我所擅长的。

《水木清华》：您如何评价当下的社会大环境？若

想有所为，该怎样定位？

谭天伟：目前整个社会出现浮躁现象，体现在科

研上是愿意做一些容易出成果的项目，而周期

长、风险大和创新性强的项目都不愿做。但是做

科研首先必须立志以科研为事业，脚踏实地；其

次要选好方向，和国家的重大需求结合；第三是

科研工作要有积累性，不要急于求成，只有经过

多年的努力才会获得成功。


